
　　 “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

———基于 ＰＥ／ＶＣ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

刘 　 燕 

内容提要：ＰＥ／ＶＣ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
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

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 “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

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

于粗疏，且缺乏 “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 “对赌协议”下的回购

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

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

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

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

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

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

诉求，同时 ＰＥ／ＶＣ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
关键词：“对赌协议”　履行障碍　资本维持原则　清偿能力限制　司法商业判断

一、问题的提出

　　 “对赌协议”在我国实践中主要有三种场景：一是 ＰＥ／ＶＣ投资过程中的对赌；〔１〕二
是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中的业绩补偿；三是中国企业 （不限于上市公司）并购海外

标的时或有对价 （ｅａｒｎｏｕｔ）的安排。〔２〕其中，ＰＥ／ＶＣ投资语境下的对赌引发了最持久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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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国内目前对于 ＰＥ与 ＶＣ的区分有两种观点：主流观点是将 ＰＥ解释为私募股权基金，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的 ＶＣ
属于私募股权基金的一种类型；另一种观点是将 ＰＥ解释为对成熟企业进行并购的专门基金，特别是杠杆收购
基金，而 ＶＣ才是对初创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的私募基金。参见刘健钧：《论 ＰＥ和 ＶＣ专业化运作、差异化监
管———兼析 “创投国十条”的深层次政策含义》，《财经》２０１６年第３３期，第８０页以下。本文为避免分歧，
以 ＰＥ／ＶＣ泛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三种对赌方式在交易结构、法律争点以及背后的价值判断或政策选择方面都不尽相同，２０１９年 《全国法院民

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 “九民纪要”）下的 “对赌”规则主要针对的是 ＰＥ／ＶＣ对赌引发的问题。
本文因主题及篇幅所限，不讨论另外两种对赌方式。



律争议。就 ＰＥ／ＶＣ投资者与公司对赌的问题，２０１２年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等
与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纠纷再审案 （以下简称 “海富案”）〔３〕宣示了 “对

赌协议无效”的立场，遭到广泛批评。自２０１９年江苏华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扬州锻压机
床股份有限公司、潘云虎等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再审案 （以下简称 “华工案”）〔４〕和

“九民纪要”开始，司法实践更弦易张，从关注 “对赌协议”的法律效力转向合同的可履行

性。一旦确定目标公司能否回购或补偿 ＰＥ／ＶＣ投资者不是一个法律效力问题，而是一个履
行可能性的问题，则在判断目标公司能否履行时就会有两个层次的拷问：一是用什么样的

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

　　美国特拉华州法院在 ＳＶＩｎｖ．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ＬＬＣｖ．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ｃ．案 （以下简称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ｏｒｋｓ案”）〔５〕中，比较清楚地展示了这两个层次，前者为 “合法可用的资金”标准，后者

为董事会的自由裁量权和商业判断。相较而言，华工案和 “九民纪要”都只处理了第一个

层次的问题，即选择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其中， “九民纪要”针对实践中

ＰＥ／ＶＣ与公司对赌的两种最为典型、也最具争议的场景———公司因出资作价调整给予 ＰＥ／ＶＣ
现金补偿、公司在 ＩＰＯ失败时回购 ＰＥ／ＶＣ的出资份额，确立了两条看起来不完全相同的法
律适用路径，前者类比于利润分配，后者类比于减资，从而延续了华工案的思路。

　　虽然华工案以及 “九民纪要”认可 ＰＥ／ＶＣ与公司 “对赌协议”之法律效力受到普遍称

赞，但二者处理 “对赌协议”可履行性的方式仍然留下了不少困惑。例如，华工案中，法

官判决公司以减资方式来回购 ＰＥ／ＶＣ股份，似乎错置了回购与减资之间的先后顺序和因果
关系，但 “九民纪要”仍然继承了这种 “回购 ＝减资”的逻辑。再如， “九民纪要”的

“现金补偿 ＝利润分配”的路径似乎与 ＰＥ／ＶＣ投资的背景磗格。有学者指出，“对赌协议”
的履行不应当与公司利润挂钩，因为一来需对公司利润予以查明，二来 “对赌协议”本来

就是赌利润，若按照利润有无来确定是否履行，则已经违背了协议的初衷。〔６〕此外，即使

依循 “九民纪要”的路径，也有不少操作细节尚待明确，如投资方可以获得分配的利润究

竟是指投资方名下股权所对应的可分配利润，还是投资方与同意对赌的其他股东名下的可

分配利润，抑或是目标公司的所有可分配利润。在诉讼程序上，目标公司履行不能究竟是

合同法第１１０条下的履行不能，还是履行迟延，抑或某种抗辩权？最后，也是最为根本的，
整个司法逻辑的基调———减资与利润分配皆建基于注册资本，也颇令人生疑。注册资本在域

外不少国家都被视为一个僵化过时、早已被商业实践抛弃的概念，我国是否应该在华工案

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只用 “清偿能力”作为衡量履行可行性的标准，并把这个问题完全交

给公司董事去判断，只是对其施以信义义务约束？〔７〕

　　关于 ＰＥ／ＶＣ与公司对赌的司法实践引发了持续热度，其原因有多方面。本质上，它在
处理不同股东 （ＰＥ／ＶＣ投资者与创始人股东）之间的冲突时，触及到了公司法面对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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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民提字第１１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苏民再６２号民事判决书。
Ｓｅｅ７Ａ．３ｄ９７３（Ｄｅｌ．Ｃｈ．２０１０）．
参见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ｃｏｍ．
ｃｎ／ｇｇ／ｔ／？ｉｄ＝３５９２９，２０２０年３月７日最后访问。
关于从法定资本走向由董事判断清偿能力并受制于信义义务的讨论，参见邓峰：《资本约束制度的进化和机制

设计———以中美公司法的比较为核心》，《中国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９９页以下。



责任”这个公司法人最本质的特征时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协调债权人与股东、

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无论是现金补偿，还是股份回购，ＰＥ／ＶＣ与公司对赌都涉及公司财
产向特定股东流出，属于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资本性交易。对此，传统的法律规制体现为公

司法定资本制度，特别是资本维持原则的应用。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美国、新西兰等国抛
弃了资本维持原则，转而采纳清偿能力或者持续经营标准来判断公司资产向股东 （包括优

先股股东）的回流。此外，若发生纠纷，司法实践中还涉及由谁来判断公司的资本或清偿

能力是否得到了维持，是裁判争议的法官还是公司？如果是公司，那又该由哪个主体———股

东 （大股东 ｖｓ小股东、优先股股东 ｖｓ普通股股东）、董事会抑或债权人来判断？诸如此类，
不论是实体判断标准还是话语权配置，都涉及立法或司法中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

　　在华工案之前，我国司法实践聚焦 “对赌协议”的效力问题，一个 “无效”的结论无

意中屏蔽了与公司财务运作相关的争议所隐含的诸多复杂的技术细节。如今，“对赌协议”

的可履行性问题使得上述实体与程序问题都无法回避，其中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也注定

会引发更大的争议。

二、股东与公司间的资本性交易及其处理原则

　　公司组织形式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股东作为公司的出资人或所有权人，亲自或通过董
事 （会）来管理或者控制公司，在占有公司全部剩余收益的同时享受有限责任的庇护。股

东出资所形成的公司资本一方面构成公司治理中权利配置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成为股东承

担债务责任的边界。这种 “股东—公司的一体化 ＋股东有限责任”可能带来的负外部性表
现为公司／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冲突等，而公司法解决上述冲突的基本
路径之一就是对股东投入公司的财产施加一套约束规则，它成为准则主义时代的公司法最

早确立的强制性规则。

　　大体上，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财产流转可区分为资本性交易与经营性交易两类。〔８〕资本
性交易又称权益性交易，是指股东基于出资人身份或股权属性而与公司进行的交易，包括

出资或增资、利润分配、减资或回购下的资本返还、清算时的财产分配，等等。经营性交

易指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可能与股东之间发生的市场交易，如法人股东向公司采购原材

料或者向公司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银行股东向公司提供贷款，自然人股东受聘担任公司

的高管或雇员，等等。〔９〕实践中，公司法运用两套不同的规则来规范两类交易。例如，针

对经营性交易，适用的是公平交易规则与关联交易约束，避免在利益冲突的情形下，以损

害公司的整体利益为代价而施惠于参与交易的股东。〔１０〕相反，在资本性交易中，公司法贯

彻的是股东平等原则以及债权人保护原则，通过确立一些底线规则来为公司债权人或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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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性交易”（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或 “权益性交易 （ｅｑｕ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是源于美国会计实务的一个概念，
指企业与其所有者之间基于后者的所有人身份而进行的交易。我国会计学者对这一组概念的使用，参见谢德

仁：《财务报表的逻辑：瓦解与重构》，《会计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０期，第３０页。
通常来说，资本性交易与经营性交易之间的界限是比较清楚的，但在间接抽逃出资或隐性资本返还的场合，

二者会发生交叉或重合，从而引发是正常交易还是抽逃出资，应适用关联交易规则、分配规则还是抽逃出资

规则等方面的争议。我国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股东向公司借款是否构成抽逃出资的争议就是一例。

参见我国公司法第２１条、第１６条。



弱势地位的小股东提供最基本的保护。这些底线规则包括股东出资环节的 “不得折价发行”

和 “同股同价”原则，〔１１〕以及公司成立后的资本维持原则，如禁止股东抽逃出资，禁止公

司违法向股东返还资本，禁止违法分配，禁止或者一定范围内禁止回购，等等。学者将上

述资本性交易规则概括为法定资本制度，即法定资本制度就是一套 “规制股东财产进出公

司的规则”。〔１２〕

　　基于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有关公司与股东的资本性交易规则中需特别注意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在 “财产进、出”的逻辑下，股东出资过程与公司的持续经营过程被明确切割

开来：一旦股东将出资财产投入公司并进行了资本公示 （注册资本的初始登记或变更登

记），即标志着出资的完成；此后公司对股东的支付，即使是因为股东入股价格调整而从公

司获得支付，也不再被视为出资过程的一部分，即不再是股东财产进入公司，而是财产流

出公司，法律要求这个流出过程 “不得损及资本”。这也正是海富案的裁判逻辑，即现金补

偿虽然源于出资作价的调整，但其触发的却是资本维持原则。

　　以资本公示作为切割时点，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公司作为一个资合性商业组织，其注
册资本是第三人了解公司财务状况的首要且直观的指标，尽管其可能有误导性。〔１３〕相应

地，包括债权人在内的第三人通常对股东不得随意抽回注册资本这一法律强制约束有一个

明确而合理的期待。

　　第二，公司财产向股东流出的方式有多种，如利润分配、股份回购等，它们都适用同
样的资本维持规则。域外公司法普遍秉持广义的分配概念，不限于直接的 “利润分配”，而

是泛指公司各种向股东转移财产甚至为股东承担债务的行为。自然，股份回购也被视为对

股东的一种特殊的分配方式。例如，美国 《修订示范商业公司法》 （以下简称 “示范公司

法”）第１．４０（６）条将分配定义为： “公司基于股份，直接或间接地将现金或其他财产
（其自身的股票除外）转移给股东，或者为股东的利益而承担债务。分配可以采取宣告或派

发股息的方式，也可以是回购、回赎或以其他方式取得股东手中的股票；或者将公司的债

权分配给股东，以及其他方式。”该条官方评论同时指出：股份股利、股份分割不属于公司

分配，因为其仅仅改变股份单位，并没有导致公司资产流向股东。〔１４〕

　　基于上述视角，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何海富案与华工案会被归入同一类受管制的对赌交
易。尽管一个是基于出资作价调整的现金补偿，一个是对 ＰＥ／ＶＣ的股份回购，但二者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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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折价发行原则”兼有保护债权人以及维护股东间平等的双重功能，但与债权人保护之间的关系更密切。

因此，在过去四十年间以 “放松管制”为基调的全球化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浪潮中，该原则受到冷落。参见

傅穹：《重思公司资本制原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９３页以下。
张开平：“公司资本制度与董事责任”，２００９年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讲演。美国学者对法定资本也采纳了此一
分析框架。ＳｅｅＢａｙｌｅｓｓＭａｎｎｉｎｇ＆ＪａｍｅｓＪ．ＨａｎｋｓＪｒ．，Ｌｅｇ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４ｔｈｅ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５１，ｐ．６７．
关于公司资本在表彰公司财务状况上的局限性以及商业实践的应对，参见刘燕：《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的逻辑

与路径———基于商业实践视角的观察》，《法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５期，第 ４０页。学者对我国早些年银行贷款
融资实务的调查显示，银行债权人在决定是否放贷时，主要考虑的是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现金流、盈利能力

等指标，并不看重公司的注册资本。“资本”即使被考量，也是与 “净资产”指标结合在一起的。参见彭冰：

《现行公司资本制度检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２９页。
ＳｅｅＭｏｄｅ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２０１６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１．４０，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９，
２０１６）．



易实质是相同的，即都涉及财产从公司向股东流出且并未采取减资的方式。

　　第三，公司法规制财产流出至股东的底线标准在过去的四十年间经历了很大变化。传
统法定资本规则被批评为粗疏、僵化，其强制性既无法有效保护债权人利益，又妨碍了公

司财务运作的自由度。特别是在美国，由于长期以来注册资本的空洞化，以资本维持来保

护债权人利益变成了一句空话；相反，破产法、债务契约、信用评级等提供了更有效的保

护机制。因此，１９７９年美国律师协会修订 “示范公司法”时，用清偿能力标准取代了传统

的资本维持理念，要求公司在分配、回购等事宜前后，都不得陷入资不抵债或者丧失清偿

能力的境地。清偿能力标准已为三十多个州公司法采纳，并为加拿大、新西兰、南非等国

效仿。不过，欧陆国家以及英国、日本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等仍然保留着传统的资本维

持原则，只是降低了其强制性，或者在非公众公司领域部分引入清偿能力标准。此外，还

有一些法域 （如美国纽约州、特拉华州）兼采清偿能力与资本维持标准。可以说，资本维

持原则与清偿能力标准之间的取舍是近年来各国公司法改革法定资本制度时面临的一个重

大选择。

　　基于本文的主旨，笔者不讨论两大标准的优劣或立法选择，而是关注各自的操作方式
及其特点。这是因为，虽然我国公司法依循了大陆法系的资本维持传统，〔１５〕但证券监管部

门在上市公司股份回购领域引入了持续经营能力作为判断标准，它与清偿能力标准异曲同

工。在 ＰＥ／ＶＣ与公司对赌的场景下，资本维持或清偿能力标准都可以构成公司履行 “对赌

协议”的法律障碍。华工案判决书的说理显示，上述两种标准已经对我国司法实践或多或

少地产生了影响。

三、“对赌协议”的履行障碍之一———资本维持

　　 （一）资本维持原则的含义与应用

　　资本维持原则是各国公司法都曾经奉行的理念，尽管其适用的范围与强度有所不同。
学理上曾经对 “资本维持”究竟是维持资本还是资产、是积极维持还是消极维持等存在争

议，不过目前基本达成的共识是：资本维持是一种底线规则，〔１６〕即只要不损及资本，公司

可以自由地向股东进行利润分配、回购股份或以其他方式输送利益。一旦损及资本，则公

司应当践行特定的减资程序，或者通过法院进行 （如英国），或者自主进行但须通知债权人

并应后者的要求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 （大陆法系）。唯一的例外是美国，绝大多数州的公司

法中都不存在为债权人利益设置的减资程序，因此只要股东会批准减资方案即可。

　　上述 “或分配或减资”规则背后的理念是尊重公司作为营利组织的本质。公司法在关

注债权人利益的同时，也需要保护股东在公司持续经营期间获得合理回报的权利，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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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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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司法中虽然没有 “资本维持”的字眼，但禁止股东抽回出资、分配限于净利润、禁止回购 （个别场景

除外）等规则都蕴含了资本维持的理念。更一般地，资本维持背后的债权人保护以及与股东利益之间的潜在

冲突在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１款中都有体现。
参见张保华：《资本维持原则解析———以 “维持”的误读与澄清为视角》，《法治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６２
页以下；ＪｏｈｎＡｒｍｏｕｒ，Ｓｈａ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ｕｌｅｓｆｏｒａ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ａｗ，６３（３）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６５（２０００）；Ｒ．Ｍａｔｈｉａｓ，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１１６（１２２８）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ｃｙ９２－９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５）．



无盈利前景时关闭或清算公司、取回财产的权利。资本维持的实质，是公司法以此设置了

一个债权人保护与公司 （或股东）自主权之间的利益平衡点。在资本维持的底线范围内，

公司不需要通知债权人，就可以在自己或股东有需要的任何时刻进行分配、回购或变相分

配，将公司资产支付给股东，或对特定股东给予现金补偿 （如海富案之场景）。相反，一旦

超过了底线，天平就倾向了债权人一边。此时若不构成非法分配 （从而导致相应的法律后

果），那就只能减资，需要践行减资程序下的一系列保护债权人利益的法定步骤。

　　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维持原则构成了公司财产向股东单向流出的拦水坝。当公司不
满足资本维持的前提时，就不能进行分配、回购或其他财产单向支付行为。因此，它可以

被视为一种法律障碍。由于资本维持属于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则，与交易当事人之间的合同

约定无关，因此，如同美国特拉华州法官在２０１５年的ＴＣＶＶＩ，Ｌ．Ｐ．ｖ．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ｃ．案
（以下简称 “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案”）中所言，公司基于法定障碍而无法回购 ＰＥ／ＶＣ的股份不构
成法律意义上的违约，无须支付违约金。〔１７〕

　　 （二）回购、库存股及其财源限制

　　在资本维持的理念下，利润分配、回购、减资都意味着公司资产向股东的流出，但它
们具有不同的技术特征。例如，利润分配是股东基于股份而获得的股息红利，它源于公司

创造的盈利，因此，这种流出方式不减少资本，也不会引起股东身份的变化。相反，减资

同时意味着公司资本减少以及与相关资本／股份对应的股东身份的消灭。
　　回购的情形则比较复杂。当公司回购股份时，原持有相关股份的投资人不再具有公司
股东的身份。但公司自身对于所回购的股份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是注销所回购

的股份，相当于减资的效果，回购不过是减资的具体途径而已；〔１８〕二是暂时持有该股份，

以便给员工持股计划或债转股下的行权提供所需的股份。此种情形下，回购或赎回并不会

带来减资的效果，会计上用 “库存股”来记录这部分公司暂时持有的股份。库存股并非公

司的真实资产，它不仅无法像现金资产那样用于清偿债务，反而意味着公司法人责任财产

的减少，且这种减少代表了公司所有者权益的下降。我国的会计实务中将库存股作为所有

者权益的减项列报，以便在公司不减资的情况下抵销一部分所有者权益。英国公司法及欧

盟关于公司法的指令则要求，公司应从留存利润中划拨相应金额，以建立 “资本赎回准备”

或 “资本赎回公积金”。〔１９〕因此，不减资的回购同样对债权人利益带来不利影响。

　　鉴于库存股的上述特点，公司法对库存股的规制通常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对库存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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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Ｓｅｅ２０１５ＷＬ１５９８０４５，ａｔ１９－２０（Ｄｅｌ．Ｃｈ．Ｆｅｂ．２６，２０１５）．本案被告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是在特拉华州注册的一家提
供电子商务解决方案的公司。原告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２日购入被告的 Ｄ系列可转换优先股，约定５年后可赎回；
如果被告未能按时回购，则对于违约部分按照１３％的年利率计息。被告主张存在履行障碍，仅同意按比例部
分赎回。原告拒绝了被告进行比例赎回的建议，认为被告公司章程中并未对赎回施加 “合法可用的资金”

（ｌｅｇａｌｌ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ｆｕｎｄ）的限制，因此仅受特拉华州公司法第 １６０条约束。因被告公司有足够的溢余 （ｓｕｒ
ｐｌｕｓ），原告遂起诉被告违约，并要求法院作出即决判决。
需要指出的是，说 “回购是减资的具体途径”，并不意味着回购是减资的下位概念。相反，回购与减资之间

存在彼此交融的关系，回购也可以基于各种商业目的 （如回购股份用来奖励高管或员工等）而发生。从这个

角度看，减资属于回购的目的之一，“为减资而回购”只是回购交易的一种具体形态，但减资并不会成为回

购的下位概念。

ＳｅｅＵＫ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Ａｃｔ２００６，Ｓｅｃ．７２３；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ＥＵ）２０１７／１１３２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１４
Ｊｕｎｅ２０１７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ａｗ（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ｔ．６３．



权利进行限制，如公司持有的自己股份无表决权、分红权等；〔２０〕二是对公司持有库存股的

金额上限进行限定，如不得超过可分配利润或不得损及资本，这一规则也称为回购的 “财

源限制”。〔２１〕

　　回购的财源限制是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在回购领域的体现。具言之，若公司回购而不
减资，就只能像利润分配那样进行，不得减损资本。这里的 “资本”，在多数国家都包括股

本 （注册资本）与资本公积，个别国家或地区 （如美国特拉华州）则仅指股本。而可用于

回购的 “利润”则包括盈余公积金与未分配利润，同时剔除某些被拨定了特殊用途而不得

用于分配的公积金。这种利润分配观又称为资产负债表标准，它有别于损益表下当年实现

的净利润，而是包括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部分的累积盈余在内。从库存股在资产负债

表中的位置也可以看出，当回购的金额不超过公司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时，库存股对

所有者权益的抵减不会影响到公司的股本。

　　相较于公司法资本制度其他方面的国别差异，回购的财源限制在各国公司法中出奇地
一致，甚至展现了不同法系之间的殊途同归。回顾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的发展历史可以发

现，传统上禁止股份回购的国家 （如英国以及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在逐渐允许回

购甚至走向全面放开回购事项的过程中，对回购施加财源限制被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

规制，以平衡公司／股东自治与债权人利益保护。〔２２〕而在传统上实行自由回购的美国，２０
世纪初纽约州、特拉华州等公司法引入财源限制，就是对当时舆论批评美国式自由回购损

害债权人利益的一个回应。〔２３〕因此，回购的自由化与回购的财源限制基本上相互牵连、如

影随形。

　　与资本维持的底线规制逻辑一致，回购的财源限制也划定了公司 （或股东）自主实施

回购事项的最大空间。实践中，公司进行回购，特别是护盘式回购或者为可转债的持有人

债转股提供股票而进行回购时，往往都需要针对特定的市场时机而快速进行。此时，若需

要践行减资的一套繁琐程序，难免贻误时机。相反，公司若希望由自己绝对掌控实施回购

的时点而不惊动债权人，就需要遵守财源限制的要求。从这个角度看，只要守住资本维持

的底线，无论是利润分配，还是在财源限制下的回购，都属于公司及股东的绝对权限范围，

无债权人置喙的余地。

　　 （三）回购的财源限制与资金来源

　　回购的财源限制并不等同于回购的资金来源，因为财源限制并非指回购资金从利润中
支出，更不是说用利润来回购股份。事实上，利润并不是可以动用的资产。在资产负债表

的结构———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之下，“利润”与所有者权益的其他部分一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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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司法第１０３条、第１６６条限制的只是这两种权利，沪、深交易所的股份回购实施细则限制得更多，如
２０１９年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上交所回购细则”）第 ２３条规定：“上
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

押等权利。”

此外，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对回购上限还有 “不得超过公司股本的１０％”之类的限制。但该限
制主要关注回购对股份结构以及股东间关系的影响，与本文的主题无关，在此不赘。

参见 ［英］保罗·戴维斯、［英］沙拉·沃辛顿：《现代公司法原理》上册，罗培新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版，第３１９页。
ＳｅｅＥ．ＭｅｒｒｉｃｋＤｏｄｄ，Ｊｒ．，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ａｎｄ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ｏｎｂｙａ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ＯｗｎＳｈａｒｅｓ：Ｔｈ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Ｌａｗ，８９（６）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ｗ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６９７，７０４－７０５（１９４１）．



是一个现金流的概念，而是一种抽象的金额，对应着公司资产总额扣除负债总额后的剩余

部分。公司法用这个抽象的价值衡量尺度来体现分配或回购不得减损资本的要求。

　　回购的资金来源是指资产或现金流意义上的资金来源，如企业用库存现金或者新发债
筹集的资金来回购股份。中国证监会联合相关部委于２０１５年发布的 《关于鼓励上市公司兼

并重组、现金分红及回购股份的通知》以及２０１８年发布的 《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

意见》中提到 “扩大回购的资金来源”时，所指向的正是这方面的内容，如 “支持上市公

司通过发行优先股、债券等多种方式，为回购本公司股份筹集资金”。这一现金流意义上的

资金来源与公司法管制分配以及回购意义下的财源限制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项。

　　在我国，“财源限制”与 “资金来源”之间的混淆恐怕与公司法本身的立法缺陷有关。

２００５年公司法第１４３条扩大回购事项时曾引入财源限制的理念，作为对公司依照该条第 １
款第３项 （“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回购股份的三项限制条件之一，即回购 “不得超

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五；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

收购的股份应当在一年内转让给职工”。只可惜，立法者对于财源限制与现金流意义上的资

金来源之间的区别缺乏明确的意识，上述法律条文的表述——— “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

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读起来令人产生实际现金流支出的感觉。更进一步，２０１８年证监会
主导修改公司法回购条款时，还把这条模糊不清的财源限制取消了，理由据说是域外公司

法是否限制标准不一，有些国家 （如日本）对二级市场购买不限制，且亏损公司也有回购

股份以用于股权激励的需求，等等。〔２４〕结果，我国公司法在回购问题上是否还有资本维持

要求就成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公司通过减资来回购恐怕就成了唯

一的选择。只是如此一来，公司就不得不承受整套减资程序的操作成本。

四、“对赌协议”的履行障碍之二———清偿能力

　　清偿能力标准源自美国公司法，但其历史远早于 “示范公司法”文本。在 １９世纪末，
美国衡平法院的法官就针对有账面利润但无足够现金的公司施加了限制，要求分配或回购

股份不得导致公司丧失清偿能力。有些法院还对回购适用一些更为含糊的标准，如不得

“削弱”“歧视”“伤害”债权人利益，〔２５〕从而形成了美国特有的成文法 （州公司法）下的

资本管制与普通法下的清偿能力约束双轨并行的格局。这一状况直到 “示范公司法”抛弃

资本管制而独采清偿能力标准时才发生变化。〔２６〕不过，一些主要的商业州 （如纽约州、特

拉华州）仍然保留着成文法之资本维持与判例法之清偿能力的传统。

　　 （一）清偿能力标准的含义与应用

　　清偿能力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包括两种含义：一是资产负债表意义上的清偿能力，又称为资
不抵债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ｈｅｅｔ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二是衡平法或破产法意义上的清偿能力，指公司不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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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证监会内部培训资料 《公司法股份回购专项修改学习材料汇编》之 “八 关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Ｂｒａｔｔｏ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Ｗａｃｈｔｅｒ，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Ｓｔｏｃｋ，１６１Ｕ．Ｐｅｎｎ．Ｌ．Ｒｅｖ．１８１５，１８６２（２０１３）．
此外，美国各州的欺诈性转让法案以及破产法案中的欺诈性转让条款都对公司因财产转让而导致资本显著不

足或者无法清偿债务进行规制，其适用范围也包括分配、回购等事项。ＳｅｅＤｏｕｇｌａｓＧ．Ｂａｉｒｄ，Ｌｅｇ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Ｆｒａｕｄｕｌ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Ｌａｗ，７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Ｒｅ
ｖｉｅｗ１９９－２１５（２００６）．



偿到期债务 （ｅｑｕｉｔｙ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美国 “示范公司法”采用了上述双重含义，既要求资产负

债表意义上的清偿能力，即资产大于负债，或净资产为正，又要求破产法意义上的清偿能

力，即能够清偿到期债务。换言之，公司进行利润分配、回购或赎回后，必须满足：（１）公
司的资产总额仍然大于负债总额 （若公司发行了清算时有优先权的优先股，则还需要大于

该优先股的金额）。（２）公司能够清偿到期债务。美国加州公司法作为最早抛弃法定资本概
念的立法例，在很长时间内甚至采用了更为严格的财务比率指标来限制分配，如公司进行

分配之后须保证公司总资产及流动资产超过总负债及流动负债的 １．２５倍。〔２７〕当然，在现
实中，不同国家公司法具体采纳的清偿能力标准与美国 “示范公司法”可能略有差异。例

如，加拿大和南非只规定了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这一破产法上的清偿能力标准，不要求

同时满足资不抵债标准；澳大利亚虽然采用了双重清偿能力测试，但关于资不抵债的判断

仍然受制于会计准则。〔２８〕

　　与传统的资本维持原则类似，清偿能力标准同样发挥底线规制的功能，但它关注的是
公司的现金流以及资产与负债的总体情况，并不考虑公司的注册资本或者所有者权益的结

构。按照 “示范公司法”的官方评论，公司董事会需要综合评价公司目前与未来的经营状

况，市场对于本公司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是否足以带来偿付当期以及未来合理期限内的债务

的现金流；如果到期债务需要再融资，基于公司财务状况、经营前景和市场信贷条件，是

否可以合理地预期再融资能够顺利进行。〔２９〕因此，在方法论上，美国式清偿能力标准与资

本维持原则有两点显著的区别：

　　第一，直接排除了 “法定资本”（ｌｅｇ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概念对公司股利分配的限制。股东出资
形成的注册资本或股本，甚至所有者权益，都不再成为法律关注的对象，也不被视为公司

债权人权益保护的缓冲或者吸收亏损的垫子 （ｃｕｓｈｉｏｎ）。抛弃法定资本概念的原因在于，低
面值股或无面值股的流行、减资自由化等现象导致公司资本空洞化，使得维持资本失去意

义。实践中，债权人也更在意企业的盈利能力、现金流、净资产规模等，而不太关注企业

当初设立时的资本数额以及股东出资情况。

　　第二，完全摆脱了会计处理程序对公司分配行为的影响。会计上为配合传统资本维持
原则的实施而对所有者权益结构进行的分类———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等科目，〔３０〕在

法律上都不再有任何意义。即使是资产负债表意义上的无清偿能力标准———资不抵债，虽然

涉及资产与负债项目，但对于这些资产和负债的估值是考察其公允价值，并不需要恪守会

计上记录的资产与负债的账面成本。这样一来也消除了企业会计核算中因遵循历史成本原

则和谨慎性原则而导致的相关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间的背离，能够更好地

衡量企业的清偿能力。

　　 （二）从清偿能力到持续经营能力

　　与清偿能力标准经常联系在一起的是 “持续经营”的观念。在美国特拉华州法院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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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这个标准的操作成本太高，美国加州在２０１１年修法时取消了财务比率标准，改为采用累积盈余标
准以及 “示范公司法”的双重清偿能力标准。Ｓｅｅ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ｄｅ，§５００．
参见前引 〔１２〕，Ｍａｎｎｉｎｇ等书，第２１６页以下。
ＳｅｅＵｎｉｆｏｒｍＭｏｄｅ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６．４，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
参见汤云为、钱逢胜：《会计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９１页以下。



来审理的一系列 ＰＥ／ＶＣ回购案中，法官除适用资本维持以及清偿能力标准外，还关注回购
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例如，在 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案中，特拉华州衡平法院驳回了 ＰＥ／ＶＣ投
资者对目标公司 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的回购请求，并进一步明确判例法下的 “合法可用的资金”

不同于特拉华州公司法第１５４条规定的 “溢余”，需综合考量公司作为持续经营主体所需要

的全部资金及其清偿能力来进行判断。法官特别指出，“持续经营意味着公司需要有足够的

资源，以保证其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够正常经营，免受无法清偿债务的威胁。”赎回可能摧毁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尽管它并不会导致公司马上丧失清偿能力。〔３１〕

　　在我国，有关上市公司回购的证券监管规范也使用了 “持续经营能力”的表述。例如，

证监会２００５年发布的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在 “回购条件”部

分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后应具备 “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发布的回购预案应包括

“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影响的分析”；独立财务顾问应 “结

合回购股份所需资金及其来源等因素，分析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盈利能力和偿债能

力的影响，说明回购方案的可行性”，等等。上述表述方式与域外清偿能力标准的要求颇为

相似。实践中，我国 Ａ股市场曾发生过上市公司自认符合 “持续经营能力”标准而启动回

购，后遭到债权人反对而流产的事件。〔３２〕因此，有观点认为，“持续经营能力”构成了证

券监管放行回购的门槛标准，并对其提出了批评。〔３３〕

　　笔者以为，持续经营能力并非清偿能力之外的一个独立标准。从会计角度看，持续经
营是会计核算的基本假设之一，而保持清偿能力通常构成了持续经营的内在组成部分。〔３４〕

在我国沪深交易所、全国股转公司为上市公司或新三板公司回购所制订的实施细则中，一般都

把持续经营能力与债务履行能力相提并论，如上市公司董事会在制定、实施回购股份方案时，

“应当充分关注公司的资金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回购股份的数量和资金

规模应当与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相匹配”；〔３５〕“全体董事应当承诺回购股份不损害上市公司

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３６〕相关规则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在决策回购股份事项时

所考虑的因素，如公司经营、财务、研发、现金流以及股价等，也与评估清偿能力类似。〔３７〕

　　 （三）清偿能力／持续经营能力标准隐含的法益转换
　　尽管持续经营能力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判断标准，但在清偿能力之外对持续经营能力
的强调带来了一个微妙的变化，那就是法律上判断、评价公司财务状况的目的，从单纯的

债权人保护开始转向公司整体利益，甚至股东利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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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７〕，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案，第１８页，注释４１。
参见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ｃ／４１１８３４７．ｐｄｆ，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７日最
后访问。

参见陆华强：《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准入标准探析———以 Ｋ公司股份回购案为中心》， 《证券法苑》２０１５年
第１４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７２页以下。
一旦公司丧失清偿能力，持续经营的假设不再有效，会计核算方法也要相应地改变，如不再区分流动资产与

固定资产、流动负债与长期负债，按照清算价值法而非历史成本法编制财务报表。参见刘燕：《会计法》，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８７页。
２０１９年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深交所回购细则”）第４条、“上交所回
购细则”第５条、２０１８年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办法》第６条。
“深交所回购细则”第５条、“上交所回购细则”第６条。
参见 “深交所回购细则”第２８条、“上交所回购细则”第３２条。



　　法律上的 “持续经营”的理念首见于美国各州的欺诈性转让法案。〔３８〕该法案发源于英

国１６世纪末，目的是保护债权人利益。但此后该法在英、美两国都演化为兼顾债权人以及
公司两方面的利益，禁止或阻却那些偏惠性的或无偿的财产流出行为或交易，如果其导致公

司仅剩少得不合理的资本额，从而影响正常的持续经营或导致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３９〕

显然，这里的 “资本显著不足而无法持续经营”，也是为了普通股股东的利益，因为普通股

股东作为公司的剩余索取权人，对于公司的持续经营并最终成功通常有合理的期待。换言

之，“持续经营”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兼顾债权人、公司以及股东利益的规则，或者如美国特

拉华州法院在 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ｏｒｋｓ案、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案等一系列 ＰＥ／ＶＣ股份回购案中的判决说理
所示，持续经营规则从保护债权人利益开始，最终走向了保护公司持续经营的价值以及回

应普通股股东的利益诉求。

　　不仅如此，无论是清偿能力，还是持续经营，都涉及对公司未来经营前景及风险的主
观判断。在一个变动不居的市场环境中，来自企业内外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这使真正

意义上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本身具有模糊性、不可知性。〔４０〕即使有公司财务报表作为辅

助，也没有哪个会计科目或财务指标可以直接用来证明公司的偿债能力或者持续经营能

力。〔４１〕当争议诉诸法院时，法官同样面对着判断清偿能力或持续经营能力的难题。可以理

解，法院会逐渐转向程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更多依赖公司本身的商业判断，特别是董事

会的决策。而董事的信义义务主要是面向公司以及普通股股东的，这种心理状态难免会令

一项初衷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规则逐渐滑向保护公司以及股东的立场。这正是过去 １０年间
美国特拉华州有关 ＰＥ／ＶＣ投资领域优先股回购案件所呈现的状态。〔４２〕

五、谁来认定履行障碍———司法商业判断抑或公司商业判断

　　公司财务运作交易中的争议往往涉及利益分配的公平性，需要在商业、法律与政策诸

多因素交织的场景中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解决方案，而非 “黑白分明”的结论。这是一个

非常技术性且繁琐的工作。就 ＰＥ／ＶＣ与公司对赌而言，不论相关的法律框架是哪一种实质
判断标准，都需要争议的裁判者 （如公司董事会、特别委员会、独立董事、法官或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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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２５〕，Ｂｒａｔｔｏｎ等文，第１８１５页，第１８６１页。
美国 《统一欺诈性转让法案》于１９８４年修订时，将 “少得不合理的资本”改为 “少得不合理的资产”。Ｓｅ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Ｆｒａｕｄｕｌ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ｃｔ，§４．
参见开家将、余晓晖：《消除不确定性因素，提高持续经营能力》，《华东经济管理》２００２年第 ５期，第 １０５
页以下。

有些国家，如新西兰、英国 （针对私人公司减资事项）、新加坡 （针对减资事项），在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

本维持原则时，要求董事会出具 “清偿能力声明”并对此声明中的虚假陈述承担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加

大法律责任固然能够促使董事勤勉尽责，但也可能因清偿能力或持续经营能力判断内在的不确定性而令董事

责任风险过大，让本有志于董事职位者望而却步。这也正是一些国家或地区，如欧盟、英国 （针对公开公

司）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等，拒绝接纳清偿能力标准，而固守资本维持传统 （尽管知晓其缺陷）的原因。参见

我国香港地区２００８年公司法改革咨询报告中对英联邦国家和地区分配规则改革的评论 （ＦＳＴＢ，Ｒｅｗｒｉｔｅｏｆ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Ｓｈａｒｅ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Ｒｅｇｉｍｅａｎｄ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Ａｍａｌｇａ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
ｃｅｄｕｒｅ，Ｊｕｎｅ２６，２００８，ｐａｒａ３．６－３．１０）。
美国 ＰＥ／ＶＣ投资实务中不存在现金补偿型的估值调整机制，与我国 “对赌协议”争议类似的场景仅为 ＰＥ／ＶＣ
退出时的回购。参见张巍 （清澄君）：《资本的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页以下。



仔细审查公司的财务状况，分析处理大量的技术细节。当然，相较于资本维持原则下相对

直观的底线标准，清偿能力／持续经营能力标准的应用更加复杂一些。那么，谁是最佳裁判
者？美国司法实践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展现了从 “司法商业判断”（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到 “公司商业判断”的转向。〔４３〕具体到本文所关注的主题，早期法官会自己来

裁断公司是否有能力履行回购义务，即司法商业判断。但随着法院从实质公平性审查转向

董事会决策程序审查，董事的商业判断逐渐掌控这个问题的主要话语权。

　　 （一）司法商业判断

　　法院是社会分工机制下冲突与纠纷的最终裁判者。传统上，美国法官在面对商事交易
中的利益纷争时，会对实质公平性问题进行直接的裁判。英美法系特有的衡平法传统使得

法官对实质公平性问题有充分的权限以及自信。正如下面介绍的 Ｍｕｅｌｌｅｒｖ．ＫｒａｅｕｔｅｒＣｏ．，
Ｉｎｃ．案 （以下简称 “Ｍｕｅｌｌｅｒ案”）判决中所言，衡平法官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可以根据
案件的具体情况，考虑相关各方的利益，来提供一个最恰当的救济措施———不论是签发禁令

还是要求实际履行，法律没有对衡平法官的权限施加任何限制。〔４４〕

　　在２０１０年 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ｏｒｋｓ案之前，Ｍｕｅｌｌｅｒ案是美国司法实践中有关优先股回购的最有代
表性的案例。〔４５〕该案被告 Ｋｒａｅｕｔｅｒ公司是一家制造业企业，除自身营业外，还持有一家经
营同类业务的 Ｋ２公司７０％的股份。原告持有１２０股 Ｋｒａｅｕｔｅｒ公司发行的优先股。公司章程
规定，优先股发行后３年内可经董事会决议而赎回，价格为 １１０美元每股；若 ３年内未赎
回，则公司在１５年后应当赎回，价格为１１０美元每股加上累积股息。诉讼发生于后一种情
形下，此时优先股累积股息已经达到 ７７美元每股。经过各年度的零星赎回，截至诉讼前，
Ｋｒａｅｕｔｅｒ公司尚有发行在外的 １３９２股优先股，总额为 ２４３，５６０美元。被告主张，其没有足
够的现金来赎回优先股；若赎回，将对公司的经营造成伤害。

　　法官认为，优先股回购问题上天然存在普通股股东、优先股股东以及债权人之间的利
益冲突。履行优先股下的合同义务毫无疑问会影响到普通股股东的利益，但这是公司信守

合同承诺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过，公司的履约行为同时受到另一个隐含的约束，那就是公

司若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则不得赎回；或者，赎回将导致公司丧失清偿能力时，也是如此。

这个隐含的约束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就此而言，股东的出资不被视为债务。〔４６〕

　　具体到 Ｋｒａｅｕｔｅｒ公司的财务状况，判决书列示了该公司 １９４０年 １２月 ３１日的资产负债
表以及过去５年间经营收入与费用支出的汇总表。它们显示，被告累计盈利 １６万美元，足
以回购全部优先股的三分之二；加上提取的折旧和摊销，被告在此期间新增现金流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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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２５〕，Ｂｒａｔｔｏｎ等文，第１８１５页，第 １８６０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Ｂｒａｔｔｏｎ在此使用 “商业判断”

一词的方式比较特别，是指对商事争议的实质问题进行判断或定夺，而判断主体既可以是公司 （即公司进行

商业判断），也可以是法官 （即法官进行商业判断），不涉及免责问题。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 “商业判断原

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ｒｕｌｅ）不同，后者一般被理解为董事免责的原则。当然，在 “公司商业判断”的语境

下，司法实践中可以走到 “商业判断原则”这一步，即除非存在利益冲突，否则董事的商业判断可以免责。

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案就体现了这一点。
Ｓｅｅ２５Ａ．２ｄ８７４，１３１Ｎ．Ｊ．Ｅｑ．４７５，ａｔ４７９－４８０（Ｎ．Ｊ．Ｃｔ．ｏｆＣｈ．１９４２）．
参见前引 〔２５〕，Ｂｒａｔｔｏｎ等文，第１８１５页，第１８６４页。
这也是美国早期判例法的一贯立场。ＳｅｅＷｅｓｔｅｒｅｌｄＢｏｎｔｅＣｏ．ｖ．Ｂｕｒｎｅｔｔ（Ｋｙ．），１９５Ｓ．Ｗ．Ｒｅｐ．４７７；Ｃｒｉｍｍｉｎｓ
ＰｉｅｒｃｅＣｏ．ｖ．Ｋｉｄｄｅｒ，ｃ．，Ｃｏｒｐ．（Ｍａｓｓ．），１８５Ｎ．Ｅ．Ｒｅｐ．３８３，８８Ａ．Ｌ．Ｒ．１１２２；Ｋｏｅｐｐｌｅｒｖ．ＣｒｏｃｋｅｒＣｈａｉｒＣｏ．
（Ｗｉｓ．），２２８Ｎ．Ｗ．Ｒｅｐ．１３０．



了４０万美元。不过，这些新增利润及现金流都被用于扩大经营规模，其中新增固定资产投
资和存货就高达２７．５万美元。
　　法官认为，这不是正确对待优先股股东的态度，遂指示双方律师协商拟订一个分期赎
回的方案，同时提出了如下指导性原则：（１）被告立即停止经营扩张的政策，以便新增现
金流用来履行对优先股股东的回购义务。（２）考虑到优先股多年来积累了大额股息，被告
应逐步消减股息负担。具体来说，在判决后３０日内先支付２０％的股息，此后根据公司的盈利
情况，在每个季度中支付１０％的累积股息。当优先股累积股息付清后，双方可以与法官再议
下一步本金赎回安排。（３）如果被告能给 Ｋ２公司找到一个出价在２０万美元以上的买家，则
应出售该子公司以便为回购筹集现金。鉴于该子公司与被告的经营各自独立，出售不会对被告

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此外，被告目前的流动资产是负债的两倍多，上述资产处置也不

会对其债权人利益带来不利影响。不难想见，Ｍｕｅｌｌｅｒ案法官将保持对案件的持续介入，尽
管很繁琐，但法院作为纠纷裁判者的定位使得法官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显然不是当代特拉华州法院的想法，后者的立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敌意收购浪潮中表
达得很清楚，即诉诸董事决策程序的司法克制：“……法院不应当忽略董事任务的复杂性。

董事在考虑出售公司以获得合理范围内的最优价格时，其调查及选择决策有很多商业和财

务上的考虑。董事会是最有能力作出这些判断的公司决策机构。因此，法院在适用更高标

准审查时，应当考虑董事是否作出了合理的决定，而不是考虑其是否作出了完美的决定。

如果董事在若干个合理方案中选择了其中之一，即使法院不同意这一选择，或是事后事件

使得董事决策值得质疑，法院也不应当扮演事后诸葛亮的角色。法院不会以自己的判断取

代董事的商业判断，但将决定董事的决策总体上是否在合理范围内。”〔４７〕

　　 （二）董事商业判断

　　在优先股回购，特别是 ＰＥ／ＶＣ投资背景下的优先股回购案中，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ｏｒｋｓ案可算是
一个经典案例。它不仅第一次对 ＰＥ／ＶＣ投资合同中流行的 “合法可用的资金”进行了解

释，重申了特拉华州限制公司分配或回购的底线规则，包括制定法下的 “溢余”标准以及

判例法中的 “清偿能力”标准，〔４８〕而且非常明确地将判断公司是否满足上述标准、是否存

在回购的法律障碍的权力交到了公司董事会手中，从而在这个主题下完成了从司法商业判

断到董事商业判断的转型。

　　针对 ＰＥ／ＶＣ投资者起诉被投资公司回购其股份的请求，法院一方面驳回了原告关于被
告公司有足够的 “合法可用的资金”的主张，认为其未能满足上述 “溢余”及 “清偿能

力”标准的证明；另一方面，法院认为，被告公司董事会认定回购存在法律障碍的决策过

程无可非议，至少原告未证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存在恶意。首先，公司董事会在每个

季度末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评估，听取法律顾问和财务顾问对赎回的建议，并且在４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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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ｖ．ＱＶ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ｃ．，６３７Ａ．２ｄ３４，４５（Ｄｅｌ．１９９４）．关于商业判断原则合理性的
一个经典解释，参见 ＲｏｎａｌｄＪ．Ｇｉｌｓｏｎ，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Ｔａｃｔｉｃｓａｎｄ
ＴｅｎｄｅｒＯｆｆｅｒｓ，３３Ｓｔａｎ．Ｌ．Ｒｅｖ．８１９，８２３（１９８１）。关于美国法院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并购潮中从实质判断转向程
序审查的过程，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Ｂｒａｔｔｏｎ＆ＪｏｓｅｐｈＡ．ＭｃＣａｈｅｒｙ，Ｔｈｅ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４１
ＷａｋｅＦｏｒｅｓｔＬ．Ｒｅｖ．６１９，６８１－６８３（２００６）。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 “司法克制”的补充。

对此案及其 “合法可用的资金”的解读，参见刘燕： 《对赌协议与公司法资本管制：美国实践及其启示》，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１４６页以下。



分８批次回购了部分优先股。其次，董事会积极地寻求外部资金支持，与多家潜在的资金来
源进行接触，并获得了其中两家的初步承诺，可借给公司 ２３００万美元用于回赎全部优先
股。这表明，被告可用于回购优先股的资金充其量只有２３００万美元，也就是 “合法可用的

资金”的上限。

　　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ｏｒｋｓ案判决把董事商业判断原则引入到公司法对回购的规制路径中：“当董事
们审慎地考虑公司是否有合法可用的资金时，这个过程必然交织着很多主观判断。在此问

题上 （公司与优先股持有人）发生分歧，并不构成一起微型评估补偿权事件 （从而需要法

官来审理确定相关标的的公平价值）。相反， （拟推翻公司董事会结论的）原告必须证明，

董事会在确定合法可用资金的金额时恶意行事，依赖了不可靠的方法和资料，或者所作的

判断如此偏离常规以致于构成欺诈或可推定为欺诈。”〔４９〕换言之，如果董事会的回购决策

满足商业判断原则所要求的善意、充分知情、出于为公司最佳利益的动机等要件，〔５０〕则其

结论不受挑战。

　　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ｏｒｋｓ案判决引发了强烈批评。美国著名的公司财务法专家 Ｂｒａｔｔｏｎ指出：“回购
优先股在优先股合同以及公司章程中有明确约定。之前的做法是法官直接评估公司是否有

能力支付，并不会把判断付款能力的事宜委诸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如今，董事会程序

替代了传统的合同义务，使得回购承诺的意义丧失殆尽。毕竟，一个付款承诺如果需要由

承诺人来自主判断能否履行，那这样的承诺也就毫无意义。”〔５１〕然而，特拉华州法院并未

接受学界的批评。法官们一方面公开发文为自己辩护，〔５２〕另一方面继续坚持 “溢余 ＋清偿
能力”的实体判断标准与尊重董事会商业判断的裁判路径。

　　在 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案中，法官重申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ｏｒｋｓ案的基本立场，驳回了 ＰＥ／ＶＣ关于
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公司立即回购全部优先股的即决判决请求。该案中，被告公司董事会设立了特
别委员会来处理相关回购事宜，后者聘请的财务顾问根据当前及预期财务状况，最终确定

仅有７２０万美元 （不到 ＰＥ／ＶＣ所持优先股价值的十分之一）可用于赎回。原告指控特别委
员会的结论有误，如被告一方面说无钱回购，另一方面却给员工加薪，而特别委员会却认

为这项薪酬支出是合理的。法官认为，薪酬因素确实是特别委员会应该考量的因素。至于

特别委员会关于 “加薪是公司为挽留所需人才的必要支出”这一判断是否妥当，则需要进

一步的实质审理，无法在即决判决中下定论。“原告可以挑战特别委员会的程序和结论的适

当性，但无法否认特别委员会所考量的因素有相关性。”〔５３〕因此，原告未能证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ｃｒｅｅｎ公司的决策过程存在 “恶意行事、方法失当或者明显背离常规以致有欺诈之虞”。〔５４〕

　　在２０１７年的 Ｔｈｅ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ＨｓｕＬｉｖｉｎｇＴｒｕｓｔｖ．ＯＤＮ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ｌ．案 （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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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前引 〔５〕，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ｏｒｋｓ案，第９７３页，第９７５页。
参见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２２页。
前引 〔２５〕，Ｂｒａｔｔｏｎ等文，第１８１５页，第１８６８页。
ＳｅｅＬｅｏＥ．Ｓｔｒｉｎｅ，Ｊｒ．，ＰｏｏｒＰｉｔｉｆｕｌｏｒＰｏｔｅｎｔｌｙ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１６１Ｕ．Ｐｅｎｎ．Ｌ．Ｒｅｖ．２０２５（２０１３）．作者为特拉
华州衡平法院 （Ｄｅｌａｗａｒ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Ｃｈａｎｃｅｒｙ）首席大法官。
前引 〔１７〕，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案，第１７页。
特拉华州最高法院目前尚未对 “合法可用的资金”是否仅限于制定法的 “溢余”标准作出明确认定。在

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ｏｒｋｓ案的上诉审中，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认为，因原告未能证明其主张的 “合法可用的资金”确实存

在，一审法院判决其败诉无可厚非，故尚不需要对这一法律标准进行审查，从而悬置了这个问题。ＳｅｅＳＶ
Ｉｎｖ．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ＬＬＣｖ．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ｃ．，３７Ａ．３ｄ２０５，２１１－２１２（Ｄｅｌ．２０１１）．



“ＯＤＮ案”）中，〔５５〕法官通过对董事会决策程序的审查，否定了公司回购 ＰＥ／ＶＣ投资者股
份的正当性。该案有别于前述 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ｏｒｋｓ案和 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案的一点是，ＰＥ／ＶＣ投资者
入主了被投资公司的董事会，并通过变卖公司资产来筹集回购优先股的资金。相关的优先

股发行文件要求，公司在合法可用的资金不足时应尽快筹资回购，筹资途径包括举债、发

行股份、出售资产或实施合并等，董事会在采取上述措施时须 “善意且与其信义义务相一

致”。短短几年间，公司主要业务线基本出售干净，共筹集到 ８５００万美元并进行了两笔回
购。与此同时，公司年销售额缩水了 ９２％，但以溢余、清偿能力、持续经营等标准来衡量
尚不存在问题。因此，创始人股东起诉公司董事、高管以及背后的 ＰＥ／ＶＣ投资者违反了信
义义务。法官驳回了原告有关回购违法的主张，但基本认可其对被告违反信义义务的指控。

法官认为，在公司发行了普通股、优先股等不同性质的股份时，董事的信义义务是为长期

股权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服务。针对公司履行回购的合同义务与董事对长期股权投资者的

信义义务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法官采取了 “效率违约”的说理，〔５６〕认为董事会可以权衡

履约与损害赔偿对普通股股东的影响而相机选择，并非一定要履行合同。此外，特拉华州

法院对董事行为的审查有商业判断原则、强化审查以及绝对公平审查三个尺度。〔５７〕本案

中，因 ＰＥ／ＶＣ入主了董事会，被告公司对 ＰＥ／ＶＣ持有的优先股的回购变成了关联交易，故
法官适用最严格的绝对公平审查标准，认定董事会的回购决策无法通过绝对公平的测试。

ＰＥ／ＶＣ投资者再次铩羽而归。〔５８〕

　　 （三）对特拉华州司法实践的小结

　　前述 ＯＤＮ案给美国 ＶＣ投资界以极大的震动，甚至引发 “优先股是否还有优先权”的

质疑。〔５９〕但从 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ｏｒｋｓ案、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案一路观察下来，特拉华州法院的逻辑是一
脉相承的。尊重董事的商业判断与清偿能力／持续经营能力标准内含着对公司持续存在的关
注，这两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很自然地导向目前的结果，即限制 ＰＥ／ＶＣ投资者要求公
司赎回股份的权利。

　　理由很简单。在 ＰＥ／ＶＣ投资的语境下，赎回优先股通常发生在被投资公司经营不理想
或走下坡路，ＩＰＯ未能成功或前景堪忧。此时，面对金额固定的公司资产，债权人、优先股
股东、普通股股东之间的财产取回顺位是比较明确的：债权人先于优先股股东，优先股股

东先于普通股股东。然而，债权人有公司法的强制性底线规则保护，即使这个底线规则从

传统的资本维持变成了清偿能力标准，普通股股东则有董事的信义义务来保护，优先股股

东不仅没有专门的保护机制反而要承受公司效率性违约的风险。结果，优先股股东的回购

请求权从传统上的第二顺位变成了事实上的第三顺位，普通股股东则俨然与债权人结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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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Ｓｅｅ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ＨｓｕＬｉｖｉｎｇＴｒ．ｖ．ＯＤＮ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ｏｒｐ．，ＣＶ１２１０８ＶＣＬ，２０１７ＷＬ１４３７３０８（Ｄｅｌ．，Ａｐｒｉｌ２５，２０１７）．
ＳｅｅＢｈｏｌｅ，Ｉｎｃ．ｖ．ＳｈｏｒｅＩｎｖｓ．，Ｉｎｃ．，６７Ａ．３ｄ４４４，４５３，ｎ．３９（Ｄｅｌ．２０１３）．按照效率违约原则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ｂｒｅａｃｈ），合同当事人可以基于履约收益与违约赔偿金之间的比较来决定是否履行已签订的合同。在公司
法的语境下，效率违约意味着公司董事在判断是否需要履行某个合同义务抑或违约时，要看哪种选择最有利

于股东价值最大化。

ＳｅｅＲｅｉｓｖ．ＨａｚｅｌｅｔｔＳｔｒｉｐＣａｓｔｉｎｇＣｏｒｐ．，２８Ａ．３ｄ４４２，４５７（Ｄｅｌ．Ｃｈ．２０１１）；潘林：《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利益分
配———基于信义义务的制度方法》，《法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９３页以下。
对该案中法官审查董事信义义务整个过程的详细介绍，参见张巍 （清澄君）：《资本的规则 ＩＩ》，中国法制出
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３１页以下。
同上。



几乎每一个回购案件，都变成 ＰＥ／ＶＣ投资者作为优先股股东与普通股股东之间的对抗，债
权人则借助公司法下的强制性规则而化身为普通股股东的神助攻。当然，这也被批评为给

公司或者创始人逃避履行回购义务提供了借口。

　　需要强调的是，特拉华州法院对于个案中的事实高度敏感，因此不排除日后在特定的
案情下会作出不同的判决。比如，被投资公司可能并没有债权人，或者相关债权人的利益

都得到了关照，公司回购 ＰＥ／ＶＣ股份完全可行。或者，公司确实没有存续的价值，清算而
非持续经营是对各方的最佳选择，等等。这些个案中的具体情节都会对法官的判断产生影

响。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案、ＯＤＮ案都属于即决判决阶段的判例，事实层面尚未充分展开，因此
尚不能说代表了特拉华州法院对优先股回购问题的全部立场。

　　不过，就一般情形而言，个案中的相关信息仍然是首先由董事会来获取、了解并加以
判断的。特别是在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形下，尽可能保留有效资产，特别是现金资产以

应对难关，几乎是一种本能的选择，而它很容易被包裹进清偿能力／持续经营能力标准的外
衣下，如同 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案中公司董事会特别委员会对加薪支出的解释那样。同时，法官
审查董事们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恰当地履行了信义义务时，也会有相当的弹性。Ｍｕｅｌｌｅｒ案的
时代已经过去了，特拉华州法院恐怕不会直接介入到对 “某项支出是否合理”的直接裁判

上。最终改变优先股股东与债权人、普通股股东这种力量对比的，只能是融资市场中ＰＥ／ＶＣ
投资者与企业创始人之间的博弈了。从这个角度看，全美风险投资协会在 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ｏｒｋｓ案、
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案后有针对性地修订风险投资示范合同，以消解 “效率违约”“法律障碍不构

成违约”等裁判说理带来的不利影响，便是新一轮博弈的开始。〔６０〕

六、“九民纪要”及我国 ＰＥ／ＶＣ与公司对赌的司法实践

　　在梳理了 ＰＥ／ＶＣ与公司对赌问题上的实体标准与程序问题后，我们回到我国 ＰＥ／ＶＣ与
公司对赌的司法实践，观察华工案、“九民纪要”以及此前一系列案件中法官的裁判路径。

　　 （一）华工案及 “九民纪要”的底线规制思路

　　我国现行公司法仍然奉行资本维持原则，尽管不存在 “资本维持”的字眼。最能体现

这一原则的是公司法第３５条规定的 “禁止股东抽逃出资”，它也成为司法实践中最常援引

的法律依据。由于 “抽逃出资”有无可争议的负面评价，且伴随着严苛的法律责任，特别

是刑事责任，这也附带着影响到商事审判实践中与此相类似的股东从公司单向获得利益的

行为。传统的裁判方式是直接否定相关交易的法律效力。这似乎也是海富案以及一系列

ＰＥ／ＶＣ与公司 “对赌协议”被判无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ＰＥ／ＶＣ与公司对赌并不等同于 “抽逃出资”，公司资产向股东的单向流动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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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例如，针对 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案确立的回购的法律障碍不构成违约，修订后的风险投资示范合同之 《修订及重述

公司章程》第６．４条加入了如下利息条款：当公司基于任何原因而未能按约定时间赎回股份时，应按照１２％
的年利率，且每迟延一月提高１％的利率加计利息及复利，此非为违约金。由于该条款设定的利率足够高，
意味着目标公司一旦不按期赎回，遭遇的资金流出压力就会很大。这样，公司董事会在进行效率违约的权衡

时，就必须考虑到拒绝赎回给公司以及普通股股东带来的巨大损失，从而不敢轻易拒绝赎回优先股。Ｓｅｅ
ＡｍｅｎｄｅｄａｎｄＲｅｓｔａｔｅｄ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ｏｆ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６．４，ｎｏｔｅ７５．但这些条款的效果如何，尚待司法实践的检验。



生在多种商业场景下，有合理的商业逻辑。〔６１〕华工案与 “九民纪要”的突破就在于，不再

直接否定 “对赌协议”的效力，而是在尊重商事交易中当事人平等协商、意思自治所缔结

的合同关系的基础上，根据目标公司的具体情况考察 “对赌协议”履行的可能性，这正体

现了资本维持原则的底线规制特征。如果公司能够维持资本，自然可以对 ＰＥ／ＶＣ投资者进
行现金补偿或者回购其股份；若无法维持，则相关交易遭遇到法律障碍而无法履行。当然，

对于回购，公司还可以通过减资的方式来进行；但对于现金补偿，如果 ＰＥ／ＶＣ并无意减少
股份，减资恐难奏效。

　　 “履行不能”在我国合同法第 １１０条下只适用于非金钱债务，而且区分法律上与事实
上的履行不能。 “对赌协议”因受资本维持原则的限制而无法履行，表面上看属于金钱债

务，能否适用履行不能不乏争议。有学者就将 “对赌协议”的履行不能解释为 “履行迟

延”，而非第１１０条下的履行不能。〔６２〕在华工案中，江苏省高院创新性地将法律允许减资
视为 “对赌协议”具有 “法律上的可履行性”，将公司有清偿能力视为具有 “事实上的可履

行性”。但 “九民纪要”并未采纳华工案 “清偿能力属于事实上的可履行性”的观点。合同

法的规则能否直接适用或者如何适用于公司组织法下的交易，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超出

了本文的范畴。这里仅从公司法的角度澄清一点：如前所述，资本维持与清偿能力都属于

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底线规制，只是侧重点不同，因此二者都属于 “法律上的可履行性”的

判断依据。更进一步，由于资本维持原则或清偿能力标准的适用都涉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

审查与判断，都需要以具体公司的实际情况为基础，这里似乎并不存在 “法律上的可履行

性”与 “事实上的可履行性”之间的清晰界分，二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此外，即使满足资本维持的底线，对个别股东的单向财产流出仍然需要践行公司法或公
司章程规定的内部治理程序的要求，如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或事先签订的股东协议。〔６３〕这

是因为，我国目前实务中 ＰＥ／ＶＣ投资并非采取优先股的形式，而是普通股。理论上，所有
普通股股东是同股同权的。当 ＰＥ／ＶＣ投资者可以先取部分财产时，就改变了 “同股同权”

这一默示规则，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待遇，因此需要全体股东事先就此达成合意。

　　 （二）公司法的疏漏带来的难题

　　相较于域外发达国家的公司法历经三个世纪的实践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我国公司法的
规则还比较简单、抽象、原则化，适用于公司财务运作交易时常有捉襟见肘之感。就资本

维持原则而言，公司法规则的粗疏导致众多交易形态难以被覆盖，法官审理纠纷时，囿于

现行立法的限制难有大的作为，这也导致 ＰＥ／ＶＣ与公司对赌的司法实践遭遇不少困难或
尴尬。

　　首先是华工案与 “九民纪要”关于回购与减资之间关系的处理。二者都采 “回购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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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燕：《重构 “禁止抽逃出资”规则的公司法理基础》，《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１８１页以下。
参见潘林：《重新认识 “合同”与 “公司”：基于 “对赌协议”类案的中美比较研究》，《中外法学》２０１７年
第１期，第２６２页。
股东协议在这里可起到替代董事会及股东会决议的效果，以克服公司迟迟不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而法院又

不能判决公司开会的障碍。全体股东在 ＰＥ／ＶＣ入股时签订的股东协议中约定了补偿或回购，特别是明确了
“××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启动……程序”，可视同股东会已经提前作出了决议。此时，若补偿或回
购事由出现，则不必再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而是由公司直接启动补偿、回购或减资程序。如果公司怠于履

行，则 ＰＥ／ＶＣ投资者可以直接起诉违约，法院也可以判决公司开会。



资”的立场，从而被学者批评为颠倒了回购与减资之间的顺序和因果关系。但是，从前文

的讨论可以看出，回购而不减资，则公司暂时持有库存股，这种操作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满

足回购的财源限制 （在资本维持原则路径下），或者回购后公司仍然能够清偿到期债务 （在

清偿能力标准下）。我国公司法奉行资本维持原则，但却不存在关于回购的财源限制的规

则，这不免令回购而不减资的操作失去了底线支撑，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６４〕其实，“九

民纪要”最终的版本相对于之前的征求意见稿，在公司回购股份问题上已经有较大突破，

删除了有限责任公司回购须满足公司法第７４条的要求，某种意义上承认了有限责任公司回

购的自由化，给 ＰＥ／ＶＣ与公司对赌下的回购打开了空间。但 “九民纪要”的起草者可能本

能地感觉到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回购对债权人保护非常不利，事实上滑向了允许股东抽回

出资的境地，不得已只能选择了回购的另一条路径———减资，要求公司回购 ＰＥ／ＶＣ股份时

按照减资程序进行。如此一来，却又错置了回购与减资之间的前后顺位关系。

　　其次是 “九民纪要”关于现金补偿的处理。由于估值补偿并不涉及 ＰＥ／ＶＣ投资者股份

的变化，因此不能按减资来处理，只能比照利润分配来进行，相当于对 ＰＥ／ＶＣ投资者进行

定向分配。〔６５〕这是资本维持原则的底线规制逻辑自然导向的结果———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寻

找公司财务运作的最大空间，而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可以不按出资比例分配就提供了这样一

个空间。但是，现金补偿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利润分配，其不需要履行利润分配的程序，

只需要满足资本维持原则或清偿能力标准的底线。域外公司法中有广义的 “分配”概念，

覆盖各类公司资产单向流出到股东但并不导致股东出资或股份减少的正常商业交易，只要

公司有可分配利润并在该限额内进行，或者满足分配后具有清偿能力以及净资产不为零的

要求。可惜，我国公司法仅规定了从当年利润中分配的顺序，没有给 “分配”下定义，也

没有一个累积的 “可分配利润”的概念，导致 “对赌协议”下的现金补偿比照利润分配进

行缺乏清晰的法律指引。“九民纪要”的征求意见稿曾要求目标公司在现金补偿时先提取法

定公积金，便是机械适用利润分配程序的体现。好在最终颁布的版本删除了 “提取法定公

积金”的要求，但现金补偿所出自的 “利润”范围究竟是当年利润还是累积的盈余，仍然

不明晰，尽管理论上应当是后者。至于可用于现金补偿的利润是否仅限于 ＰＥ／ＶＣ投资者持

股比例下的利润部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既然是对 ＰＥ／ＶＣ股东的定向分配，自然不再考

虑按出资比例进行。也正是因为涉及动用其他股东名下的净资产，改变了同股同权的默示

规则，所以才需要全体股东对此方案的事前一致同意。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能否用资本公积返还来进行现金补偿。这是山东省高院在天

津硅谷天堂合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与曹务波、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伙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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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针对新三板公司在亏损情况下的回购，不厌其烦地提示其注

意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问题。２０１９年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规范挂牌公司股份

回购业务的通知》要求，挂牌公司应当结合回购目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和现金流量等因素合理确定回购

规模。对于存在大额举债回购、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或回购可能导致未分配利润为负等情形，主办券商应详

细分析公司实施回购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重点关注回购前后公司净利润、未分配利润、货币资金、

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财务指标的变化，以及是否涉嫌利用回购进行超额利润分配等问题；充

分评估回购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的影响，审慎发表合法合规意见。

依据是公司法第３４条的例外条款，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体同意不按出资比例分配。



（以下简称 “硅谷天堂案”）中的做法。〔６６〕法院没有支持原告要求瀚霖公司回购其股权的诉

讼请求，但支持了原告所主张的瀚霖公司与曹务波共同偿还 ＰＥ出资中被列为公司资本公积
部分的４２００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这一独特的裁判路径曾一度令实务界倍感兴奋，但此
后似乎未见其他法院追随这条道路。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资本公积主要由股东出资溢价

构成，性质上属于出资而非利润。在资本维持原则所依据的资本与利润两分法下，它也应

该属于资本维持的范畴。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域外法多明确规定资本公积不得用于分配

或返还，只有美国特拉华州等个别地区仅要求维持股本而不包括资本公积。我国 １９９３年公
司法第１７９条第１款曾规定：“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
转为增加公司资本。”此条的一般解释为，除此之外的用途 （如分配、返还等）皆不被许

可。但２００５年公司法修订时增加了一款但书——— “但是，资本公积金不得用于弥补公司的

亏损”（第１６９条第１款）。如此一来，从文义解释上，似乎资本公积被立法者明确禁止的
用途只是 “弥补亏损”，那么资本公积返还给股东或者用于分配便也行得通了。〔６７〕山东省

高院的处理方式似乎也与法有据。显然，要弥补这个立法上的漏洞，只能等未来的公司法

修改了。

　　 （三）未决问题：公司为 ＰＥ／ＶＣ与股东对赌提供担保
　　公司为 ＰＥ／ＶＣ与股东对赌提供担保，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九民纪要”征求意
见稿第１０条一度采纳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强静延与曹务波等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案 （以下简称

“强静延案”）〔６８〕中的立场，认定公司担保有效。但最终版本删除了该条，未再作任何规

定，留待将来的司法实践继续探索。

　　ＰＥ／ＶＣ与股东对赌而由公司担保的问题之所以难处理，是因为公司资本性交易与经常
性交易交织在一起。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可以发生在正常的商业交易中，如同商事主体之

间的担保那样，此时它主要受制于公司法第 １６条。但是，当公司为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提
供担保时，理论上说，它已经不属于经常性交易，而是资本性交易了。然而，与通常的资

本性交易仅涉及单向资产流动不同，公司为受让股东提供的担保在法律上有对价，即公司

承担担保责任后可以向股东追偿。对此，究竟应适用哪种规制模式？是比照资本性交易模

式，适用资本维持原则的底线规制，还是比照经常性交易处理，最多再加上一条关联交易

的规制思路？２０１７年之前，一些地方法院在审理公司为股东间股权转让提供担保的纠纷时，
多以股东抽逃出资为由判决担保无效。〔６９〕但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在两个 “对赌协议”的案例

中，采取了此种担保有效的立场。〔７０〕不过，在引起普遍关注的强静延案中，法官认定瀚霖

公司为曹务波回购原告股份提供担保的合同有效时，仅仅关注了公司法第 １６条的适用，并
未考虑到合同有效后瀚霖公司如何履行担保责任的问题，更未考虑到履行担保责任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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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鲁商初字第２５号民事判决书。
对于该条修订的批评，参见刘燕：《新 〈公司法〉的资本公积补亏禁令评析》，《中国法学》２００６年第 ６期，
第１５３页以下。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最高法民再１２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郭丽华、山西邦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郑平凡、潘文珍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晋民终７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通联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成都新方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最高法民再２５８号民事判决书；前引 〔６８〕，强静延案。



资本维持之间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７１〕

　　笔者以为，公司为股东间股权转让提供担保的交易并不能直接界定为股东抽回出资，
除非被担保的受让方股东不具有履约能力。在 “对赌协议”的场景下，一般来说，如果被

担保的受让方股东不具有履约能力，则公司的担保事实上变成了向转让方股东的单向财产

流出，此时该交易的合法性应以不违反资本维持原则为前提。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维持原

则的检验应发生在公司履行担保责任的时点。如果此时公司没有可分配利润，则担保责任

的履行就会遭遇法律障碍。相反，如果受让方股东有履约能力，只是因为公司提供的是连

带责任担保而被转让方股东先予执行，则公司可以将对受让方股东的债权作为一笔资产确

认，并应对相关股东的资产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此时，公司的担保也可以作为一般的关

联交易对待，并不启动资本维持原则的检验。若公司未采取任何保全措施，最终导致公司

利益损失并相应地影响到其他股东甚至债权人的利益，则其他股东或债权人可以根据具体

情况，依照公司法第 ２０条 （股东滥用权利）、第 ２１条 （关联交易）、第 １４８—１４９条 （董

事、高管信义义务）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当然，上面的分析是高度简化的，现实中要对

这类交易的性质进行判断，则需要依据个案中的各项具体事实，这对法官的挑战不言而喻。

结　语

　　在 ＰＥ／ＶＣ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场景下，中、美两国的司法实践似乎都缺乏对 ＰＥ／ＶＣ投资
者的足够支持。不论是适用资本维持原则，还是评价目标公司的清偿能力，通常情况下都

无法满足 ＰＥ／ＶＣ的诉求，这样难免挫伤了后者的投资热情。若细究起来，相对于美国特拉
华州法院，中国法院对 ＰＥ／ＶＣ还算更友善一些，至少目前只适用 “资本维持”一项标准

（虽然该标准可能缺乏商业合理性），而不是 “资本维持 ＋清偿能力”的双重审查。若日后
修订公司法时引入大 “分配”的概念以及回购的 “财源限制”规则，则可以进一步消除目

前 “回购 ＝减资”的窘境。与此同时，中国法官还在尽心尽责地进行司法商业判断，适时
支持 ＰＥ／ＶＣ的主张，并没有把话语权完全交给目标公司本身。那么，这种司法进路错了吗？
法律标准错了吗？或者更进一步，在公司法中关照债权人利益———不论是采用资本维持的简

单标准还是清偿能力的复杂评估———根本上就是一个定位错误？或许就应该让破产法来解决

债权人保护的问题，彻底采取一种事后干预的策略？至少这样可以消除公司创始人以债权

人利益为借口来逃避履行 “对赌协议”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维护合同自治与商业诚信。

显然，这些有关公司法基本定位的重大问题远非司法实践可以回答，而是我国未来公司法

修订时无法回避的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

　　不过，在法律上推倒重来之前，我们尚有时间回到最基础的商业逻辑来思忖如下三个
问题：当资本维持或清偿能力妨碍了现金补偿或者回购退出时，它究竟有多糟糕？需要解决

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在现金补偿或回购退出之外，是否有其他替代性的解决方法？若ＰＥ／Ｖ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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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事实上，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该案中的投资者胜诉，判决也无法执行。从媒体公开披露的信息可知，瀚霖

公司在２０１１年吸引了２０多家 ＰＥ／ＶＣ突击入股，但公司最终经营失败，上市无望，令各家 ＰＥ／ＶＣ陷入泥潭。
参见 《硅谷天堂陷瀚霖 ＩＰＯ对赌骗局，２７家 ＰＥ忽悠入股１４亿》，《理财周报》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４日出版。由此
也引发全国各地法院的一连串案件，包括前述２０１４年山东省高院审理的硅谷天堂案。



股时目标公司确实被高估了，可通过上调 ＰＥ／ＶＣ的股权比例来纠正这个估值错误，不一定
非要现金补偿。从事先风险防范的角度，ＰＥ／ＶＣ投资者采取类似或有对价的机制，分期出
资，也可以实现减少不确定性损失的目的。同理，与坚持回购而致目标公司破产相比，更

为可行的替代性方案是找第三方来接盘，ＰＥ／ＶＣ转让股权或者行使领售权而卖掉目标公司，
“把现金留在公司桌子上”。〔７２〕即便如此，也没有人能保证一项风险投资的成功，因目标公

司经营失败而导致 ＰＥ／ＶＣ到期无法退出也应是一种可以预期的结果。套用美国特拉华州衡
平法院首席大法官 Ｓｔｒｉｎｅ在为本院立场辩护时的说法，商业世界本就是纠缠不清的，哪有一
个那么清爽的答案？〔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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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ｒｉａｎＭ．Ｉｂｒａｈｉｍ，ＴｈｅＮｅｗＥｘｉｔｉｎＶｅｎｔｕ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６５Ｖａｎｄ．Ｌ．Ｒｅｖ．１，２７－２９（２０１２）．事实上，强烈批评特拉华
州法院采取董事商业判断立场的学者也承认，即使回归到合同履行路径，法院直接判决公司回购优先股，面

对缺乏履行能力的公司，这一纸判决恐怕还是无法执行，因为目标公司可以启动破产保护，从而阻却回购判

决的执行。参见前引 〔２５〕，Ｂｒａｔｔｏｎ等文，第１８１５页，第１８７０页。
参见前引 〔５２〕，Ｓｔｒｉｎｅ文，第２０２５页，第２０３９页。




